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＞＞專題報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淺談國內電動機車發展概況及安審法規介紹  車安中心  黃建富 

一、 前言 

近年來，世界各國在空氣汙染防治或全球暖化議題上，持續深入探討與

積極提出對策。因此，國際間做為替代能源種類包含有電能、氫燃料、天然

氣及乙醇(酒精)等，以減少對石油的依賴以及降低對環境污染的程度，有鑑

於此，各國紛紛推動綠能環保政策，期待透過節能減碳政策，進而提升空氣

品質。在政策的推動下，目前眾多車廠亦步亦趨地研發混合動力車輛，甚至

是純電動車輛，以減少廢氣排放。另一方面，電動機車也隨著產業發展成熟

日益崛起，相關技術能量及售後服務品質亦大大提升，尤其國內使用機車作

為代步工具比例甚高，如何提升消費者購買電動機車，來達成完善使用環境

及友愛地球的目標，這正是我國政策推動及各家車廠研發時所要顧及的重點

面向。 

於是，政府近幾年為鼓勵消費者購買電動機車，實施消費者購買重型電

動機車(普通重型與大型重型)與輕型電動機車(普通輕型與小型輕型)等補助

優惠措施下，使得新增掛牌數量明顯增加，帶動整體市場之比例。 

二、 電動機車辨別區分概述與發展概況 

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(以下簡稱道安規則)規定，燃油機車係依照汽缸總

排氣量(立方公分)區分輕型及重型機車，並從號牌(含字體)顏色分類掛牌，

以利區別車種。而電動機車則係依照馬達及控制器最大輸出馬力來做區分
[1]。另外，公路總局為配合政府智慧電動機車產業推動規劃及執行，自 107

年 1 月 1 日起針對新領牌照之電動機車核發專屬號牌，包含電動小型輕型機

車、電動輕型機車、電動普通重型機車、電動大型重型機車及五十四馬力（HP）

以上之電動大型重型機車等 5 款號牌(如圖一至圖五)。其代碼第 1 個英文字

母均為「E」(electric)，代碼代號均為前 3 後 4(如 EMB-5678)，號牌規格、

顏色、材質、防偽辨識及字體樣式等，均與現行號牌相同，僅於號牌上方加



 

 

上「電動車」字樣。 

(一)專屬號牌樣式 

   (1)電動小型輕型機車號牌(電動機車之馬達及控制器最大輸出馬力

小於一點三四馬力（電動機功率小於一千瓦），且最大行駛速率在

每小時四十五公里以下之二輪或三輪機車。) 

 

圖一：電動小型輕型機車號牌範例
 

資料來源：交通部公路總局
[2]

 

   (2)電動輕型機車號牌(電動機車之馬達及控制器最大輸出馬力在五

馬力（HP）以下、一點三四馬力（電動機功率一千瓦）以上或最

大輸出馬力小於一點三四馬力（電動機功率小於一千瓦），且最大

行駛速率逾每小時四十五公里之二輪或三輪機車。) 

 

圖二：電動輕型機車號牌範例
 

資料來源：交通部公路總局
[2]

 

   (3)電動普通重型機車號牌(電動機車之馬達及控制器最大輸出馬力

逾五馬力且在四十馬力（HP）以下之二輪或三輪機車。) 



 

 

 

圖三：電動普通重型機車號牌範例
 

資料來源：交通部公路總局
[2]

 

   (4)電動大型重型機車號牌(電動機車之馬達及控制器最大輸出馬力

逾四十馬力（HP）之二輪或三輪機車。) 

 

圖四：電動大型重型機車號牌範例
 

資料來源：交通部公路總局
[2]

 

   (5)五十四馬力（HP）以上之電動大型重型機車號牌(電動機車之馬達

及控制器最大輸出馬力五十四馬力（HP）以上之二輪機車。) 

 

圖五：五十四馬力（HP）以上之電動大型重型機車號牌範例 

資料來源：交通部公路總局
[2] 

 

(二)電動機車掛牌數量統計 

    根據交通部統計查詢網數據顯示，從 101 年至 109 年間國內電動機



 

 

車(含輕型及重型)歷年掛牌數，呈現逐年成長(如表一)，在政策補助優惠

下，促使掛牌數的提升。然而，在 109 年「油電平權」下，中央及地方

合力補助民眾機車汰舊換新，此政策納入同樣可減少污染之燃油機車(七

期排放標準)，讓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併行發展，雖使提高整體機車產業

的發展，但導致電動機車下滑至 9 萬多輛。 

表一：101 年至 109 年間國內電動機車(含輕型及重型)歷年掛牌數表 

 

資料來源：交通部統計查詢網
[3] 

      (三)國內車輛安全審驗國產/進口辦理情形： 

    根據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(以下簡稱車安中心)辦理電動機車

安全審驗之資料統計顯示，100 年至 110 年 7 月期間辦理之車輛數，在

國產車方面，新車多量(含新案及延伸案)辦理小型輕型機車計 7 型、普

通輕型機車計約 554 型、普通重型機車計約 1,119 型；新車少量普通輕

型機車計 1 型(如圖六)。進口車方面，新車多量(含新案及延伸案)辦理普

通輕型機車計 2 型；新車少量大型重型機車計 5 型；則逐車少量辦理大

型重型機車計 1 型。依據其統計數量顯示申請者以辦理國產居多，且普

通重型機車比例為最高，其次為普通輕型機車，而進口電動機車部分相

對較少，當中以大型重型機車為主(如圖七)。 



 

 

    

              圖六：國產電動機車車型統計
註

                   圖七：進口電動機車車型統計 

資料來源：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 

(四)國內電動機車政策推廣效益 

    目前合格電動機車之型式，得為車電合一(購車含電池)或車電分離

(購車租電池)，根據電動機車產業網[4]中的資料，在 110 年交通部及經濟

部認可合格電動機車之廠牌型式補助車款計有 71 款車型，廠牌分別是光

陽、中華、三陽、山葉、睿能、台鈴、宏佳騰及摩特動力等。其次，政

府針對消費者欲購買合格電動機車提出的實施補助方案，如有：環保署

汰舊換新補助、經濟部電動機車補助以及各地方政府額外加碼補助等。

今年(110 年)行政院決議電動機車補助維持不變，經濟部補助重型及輕型

等級每輛 7,000 元，小型輕型等級每輛 5,100 元；再者，採國產電池芯則

加碼補助 3,000 元。另環保署補助重型等級每輛 3,000 元，輕型及小型輕

型等級每輛 1,000 元。除了前述補助外，電動機車免使用牌照稅將屆，

財政部擬修法延長 4 年，至 114 年底止。 

    綜合前述優惠，預期將可增加消費者購買電動機車意願，達到節能

減碳及帶動相關產業發展。隨著電動機車日漸普及，充、換電站安全也

備受關注，經濟部應充分評估充換電站所在地點（例如社區住宅、超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

 國產電動機車總計 1681 輛，其中小型輕型機車僅佔 7 輛，故數據統計百分比為 0%。 



 

 

百貨、加油站等）的風險因素，結合消防及公共安全法規，制訂整體性

安全管理規範與配套措施，落實維護消費者之安全與權益。 

三、 電動車輛安全審驗應符合之法規 

目前電動車輛於國內辦理車輛安全審驗[5]時，申請資格屬國內汽車、機

車製造廠或代理商，應依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第六條規定申請「多量

車輛型式安全審驗」。申請車型若已取得多量車輛型式安全審驗應符合之車

輛安全檢測基準審查(檢測)報告或其對應之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車輛安全

法規(UN/ECE)符合性證明文件，得依審驗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申請

「少量車型安全審驗」，但每一申請者相同型式車輛以七十五輛為限。 

非屬車輛進口代理商之申請者，進口申請審驗電動車輛時，得依審驗管

理辦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申請少量車型安全審驗，每一申請者相同型式車輛

以七十五輛為限，並應檢附該車型已取得多量車輛型式安全審驗應符合之車

輛安全檢測基準審查(檢測)報告或其對應之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車輛安全

法規符合性證明文件。屬進口自行使用者，得免檢附上述規定之多量車輛安

全檢測基準之審查(檢測)報告或符合性證明文件，但每一申請者相同型式車

輛以三輛為限。 

電動機車與一般燃油機車雖在設計配置上有所差異，但就安全審驗認

證，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在一般項目要求之法規項目上可以說大致相同，除

了需通過交通部所訂定的安全審驗項目外(如表二)，另須符合「車輛安全檢

測基準」650 電動機車高溫擠壓電擊安全防護規範、020 車輛規格規定之 7.9

電動車輛低速警示音系統及 7.10 電動車輛充電介面規定(依據交通部 110 年

6 月 3 日發布[6]修正車輛安全檢測基準部分規定)等相關規定。 

 

 

 

 



 

 

              表二、機車應符合車輛安全檢測項目綜整表 

 

 

資料來源：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 

 



 

 

四、 結語 

台灣地狹人稠，每戶家庭平均至少 1~2 輛機車，但大多以燃油機車為

主。電動機車具備有低汙染、低噪音之特性，且現階段免徵燃料稅及牌照稅，

加上政府各單位補助推行下，可望提升國內消費者增添購買電動機車意願，

來逐步汰換老舊機車或減少燃油機車選擇。 

部分消費者對於電動機車很感興趣，不外乎其外觀時尚、具備科技感、

安靜環保等特色而購買，但也有少數民眾會因為電池壽命長短與續航力不足

或所屬偏遠地區的電池交換不便利性等因素，最終仍選擇騎乘燃油機車。(關

於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優、缺點比較，可參考表三)。 

表三：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優、缺點比較 

             車 種 

比 較 

電動機車 燃油機車 

優 點 

1.無廢氣排放 

2.低噪音 

3.免徵牌照稅及燃料稅 

1.維修/零件資源較多 

2.續航力較高 

3.售價低 

缺 點 

1.維修保養零件費用高 

2.充電站、換電站較少 

3.電池租用費用高 

1.噪音汙染 

2.空氣汙染 

3.需繳牌照稅、燃料稅 

4.隨國際油價浮動 

 

目前，電動機車的發展已是國際趨勢，國內各車廠在其研發與生產實力

日趨成熟，我國車輛安全管理主管機關交通部，已調和相關國際車輛法規(UN)

及參考國家標準(CNS)規範，藉由制定法規以避免發生漏電、起火等危險，

在安全層面上進行把關，使消費者能夠安全行駛。 

最後，期盼國內各車廠能努力開發平價車款，考量消費者騎乘之需求，

提供多重車型選擇，並盡可能的將租用電池費率調降，以提高電動機車在市

場的市佔率，亦期望政府訂定燃油機車逐漸退出市場等相關政策措施，加快



 

 

我國禁售燃油機車的腳步，以跟上國際趨勢，達到節能減碳的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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